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摄影艺术一直以来都隶属于视觉艺术教育的范畴，在新媒

体时代背景下，国内外各大高校都紧跟时代背景和市场需求对

摄影专业的学科建设和发展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与改革。结合科

学技术的发展和媒介的特性，从过往单一的教学模式不断走向

多元化的新型教学模式。从这个角度上看，以往传统型的高校

摄影教育如何进行转型，怎样进行教学模式的创新和改革，怎

样才能够适应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都是高校摄影教育

者迫切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，笔者从以下四个角度对这些问

题提出了一些见解。

1　与其他专业、艺术形式进行融合发展

各类学科正在不断的融合和重建，专业群建设非常热门，

在这样的形势下，摄影专业教育也需要与其他专业、艺术形式

等进行融合发展。与传统的媒介相比较而言，数字时代环境下

的影像成本更低，而信息渠道却更加畅通和多元。数字时代，

能准确、灵活的应用新媒介的广泛传播能力，也就直接决定了

公众可以利用影像获取更多的话语权。因此，高校摄影教育必

须要紧紧把握媒介融合时代的未来发展的方向。

摄影与其他专业的融合，可以带来新的表现形式，丰富摄

影内涵。训练图像表达的能力的同时，注重媒介的选择，把

重心放到最终作品的表现力上。图像表达能力不仅仅拘泥于拍

摄影像，还应该注意其在交互、视觉设计等领域的延展。要多渠

道融合型发展，紧跟的时代步伐，将数字技术应用到教学中。拓

展知识领域，拓宽各专业间的视野，运用多领域的艺术形式，进

行表现创作。

2　注重分方向培养、细化专业技能

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，本科毕业生在不同行业的就业特点也

发生了新的变化。以新时代对于“摄影”专业的具体市场面向来

看，可以细分为摄影传播行业、摄影服务行业与影像艺术品行业。

摄影传播层面，主要涉及到新闻采编、新闻专题的影像策划

与叙事，新闻短视频编辑，重大活动的影像记录与报道等，也提

供更为生动的影像化的新闻内容。这个部分的就业方向，需要在

写作方向有专门的课程，对于采写、输出、格式等都要有标准的

性的课程植入内容。商业摄影部分，传统的包括儿童摄影、个人

写真、婚礼摄影等行业。要求学生具备整体的策划、调研、执行、

技巧等知识结构。而视频自媒体也是当下热门的带商业性质的大

板块，他们主要涉及到内容的策划，视频制作的全流程参与和内

容输出，需要通过打赏、广告收益、代言等实现商业变现，这部

分的知识、能力也需要一定模块细分培养。影像艺术品行业，虽

然在国内发展并不成熟，但是大有崛起的势头。包括国内外资本

建立的艺术馆等机构，近十年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。这

些机构需要较高层次的影像策展人才，主要负责艺术家外联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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快，高校摄影教育质量有了大幅度提升。而新媒体时代下的摄影艺术教学也应该不断去适应时代的特征，遵循媒介发展的客观规律。
因此，在摄影艺术的概念和边界在不断被拓宽的时代语境下，高校的摄影教育必须要进行创新和改革，才可以紧跟时代发展潮流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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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览策划与执行等工作。除此之外，影像拍卖行、画廊也属于

这一行业。这一部分的课程体系建立，就需得包括从事影像鉴

定、拍卖、策展、评论等工作的人才。

摄影专业的发展要求高校的培养体制要有不同的侧重方向。

针对不同的就业方向，学生需要具备更加专业的理论实践知识，

所以高年级的课程分板块、分方向的细化培养也是非常重要的。

3　提升综合能力

数字时代对高校摄影教育有了新的教学要求，用光、曝

光、构图等这些基础性课程应当在短时间内就要讲授完毕并且被

学生所掌握，更多的是要创新学习理念，拓宽学生的眼界，让

学生能够根据先进知识的不断更迭形成主动学习的意识。教师要

重视学生的沟通合作能力。可以把摄影创作项目化，注意作品的

完整度，需要培养学生的调研、沟通、分工、产出、转化等

能力。去自主探索更多的未知的摄影知识，培养新型摄影人才，

能够完成一个课题式的任务，而不是单纯的摄影师拍摄工作。

4　融入时代内涵，提升艺术涵养

高校摄影教育未来要加强时代内涵的融入，培养学生的当代

思维意识，加强影像中的文化内涵，让学生具有更深层次的思

想涵养，并通过摄影向他人传播这种文化属性。在社会学和人

类学的理论知识下，帮助学生打造更具文化涵养、思想深度的摄

影作品，让人们能够透过摄影作品看世界、认知世界。加强创作

初期，对文化、历史等进行深入的调查、学习、研究，不单一以

自我理解为中心，需要纵向深入探讨作品的内涵。引导学生独立

思考问题，要培养学生能够借助先进的影像技术去表达自己的思

想和艺术观点，展现自己的社会认知。通过影像思考和交流艺术

思想，将摄影变成一种超越自身拥有功能的工具。

5　结束语

简而言之，在新媒体时代，影像的获取形式及展现形式都

给摄影本身和高校的摄影教育注入了全新的活力，如何与影像相

处，摄影应当如何不断丰富自己的媒介语言等问题都成为高校摄

影教师应当教授给学生的重要课题。教师要调动学生探索未知区

域的热情，促进高校摄影教育未来能够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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